
白石老人，画有一幅画，谓之
《柳树》：

柳树一株，主干屈曲，老皮皴
裂，瘤节凸显，老干上，分生出柳枝
数根，一窜入天，然后，细细的柳条，
披散而下，枝条婆娑，一树秀润。高
枝上，禽鸟儿数只，虽影影绰绰，远
望之，却依然能感觉到，因了这几只
禽鸟儿的存在，那株大柳树就迸发
出鲜明的活力和迢迢的秀气。

于是，我想到了自己的家，自己
曾经居住多年的乡下老家。

门前有湾，湾边有柳。
春晨，推门迎新，新柳吐翠，弥

目一绿，禽鸣盈耳。各种各样的鸟
儿，哄然满树，跳来跳去，叽叽喳喳，
嘀嘀啾啾，好一幅“柳禽戏春”图。

站立大门外，春风拂面，快意
无比。

首先是那柳色的绿，真绿，是一
种嫩嫩的绿，是一种翠翠的绿。柳
条披拂，丝丝垂落，感觉那绿，简直
就是在流淌，丝绦如瀑，惊艳人的
眼目。清风吹拂，柳丝袅袅，如少
女腰肢摆动，款款出万种风情。

晨阳照拂，柳枝上晴光闪烁，水
波一样滑动，绸缎一般丝滑，跃金
似的灿烂。

我凝视着柳树上的禽鸟儿。
麻雀最多，总有几十只，甚至上

百只，叽叽喳喳，搅成一团，晴空
中，仿佛正有碎屑铺天而下；我觉
得，时光碎了，碎成一树金屑。成
群的麻雀，有时会霍然飞起，如一
团云，滚动着向远处飞去。可是，
飞不多远却又突然回转，栖落柳
树。于是，一柳的斑点，一柳的散
乱，一柳的明灿，一柳的灵动。

几只黄鹂，隐身于柳枝间。
你很难寻得它们的芳踪。它们

身体太过小巧，羽色太过本色，是
一种本然的柳黄色，与柳色浑然融
为一体。寻寻觅觅，几经搜索，或
许也能发现它们的踪迹：黄鹂，一
直在跳，上蹿下跳，从一根柳枝跳
向另一根柳枝，边跳边叫，以音乐
的节拍来配合身体的舞动，是如此
的和谐，又是如此的完美。黄鹂的
叫声，清灵、秀气、锐利：嘀啾，嘀
啾，嘀嘀啾……两个短音之后，迅
速拉出一个长音，余音袅袅，经久
不绝。这个经久不绝的长音，仿佛
是对柳条的一种声响演绎，有一种
极其婉约的风情。

我觉得：一只黄鹂，简直就是一
棵柳树的灵魂。它们是天作地合

的一对，是美与美的结合。
柳枝低 处 ，常 有 三 两 只 白 头

翁。白头翁，相对安静，指爪抓住
细细的柳枝，左顾右盼，很是有点
顾盼自雄。白头翁，腹白、头白，
尤 其 是 头 上 那 一 大 簇 白 色 的 羽
毛，晴阳下，散溢着皎洁的光芒，
煦暖而有情味。白头翁的叫声，很
短促——嘀啾，嘀啾……很容易被
淹没，被压倒——被麻雀声淹没了，
被黄鹂的叫声压倒了。但细细分辨
之下，你还是能听得到的，它是一种
短促、短粗的低音，它的嘴巴一甩，
一声“嘀啾”就被甩出来了。

花喜鹊，只有两只，也许是夫
妻。花喜鹊总喜欢站立枝头，而且
一定是一棵树的最高枝头，本性使
然。花喜鹊，是喳喳喳地叫的：喳，
喳喳，喳喳，喳喳喳……姿态傲慢，
声音清脆、嘹亮，一身光滑的羽毛，
在春晨，晴光熠熠，以“明灿”二字
形容之，不为之过。

“时禽过我柳，清喙动鸣瑟。”
宋人张耒之诗意，诚如是也。

又 想到白石老人。当年白石
老人居住老家时，房屋谓之“星塘
老屋”。我推想，星塘老屋前，一定
是植柳的，而且还一定是垂柳，所
以，白石老人才能画出《柳树》那样
的画作。

我还推想，孩童时期，牧牛的白石
老人，也许还玩过“牧童骑黄牛”的游
戏，而不仅仅是把书包挂在牛角上。

牧童骑黄牛，口中吹着一只柳
笛，悠悠哉，从柳树下经过，一举
首，便望到了那满树戏春的禽鸟
儿……于是，眼更明了，心更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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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以手成艺。先民创造了
古老的华夏文明，留下了丰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脉相承，中
国（传统）色历历如画。

色彩源于大自然。古人从日
出日落和时序更迭的自然景色
中，得出赤、青、黄、白、黑为滋生
宇宙大地的基本色调，也是对世
界最直观的认知，这种中国色的
基调被称作“正五色”。古代哲学
中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对应五
色，四季也有对应的五行属性，即
春属木、夏属火、秋属金、冬属
水。斗转星移，四季交替，自然万
物的变化衍生出更多的中国色。

被列入世界级非遗名录的二
十四节气，对应自然变幻的气象
和时令，充满色彩渐变的美感。
立春节气，颜色起于“黄白游”的
若白轻黄，承之“松花”的嫩黄微
绿，转而“缃叶”的桑叶初生色，
合乎“苍黄”的青青黄黄。这期
间的春色，悄悄掀天揭地。“篷窗
窥天缥，江水真安流，雪霁艳朱
炎，相思登北楼。”青白色，其色
如清，诗中说的就是中国传统色
之“天缥”。然后，细润的雨水轻
轻剥离冰雪的外衣，春的本色得
以显现，一条条藤蔓虬结盘错，
春天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雨水节气，颜色起于“盈盈”
的桃花浮水，承之“水红”的深粉
浅红，转而“苏梅”的小红桃杏色，
合乎“紫茎屏风”的水葵茎色。雨
水大情怀，春雨贵如油。随之，

“山下飞鸣黄栗留，溪边饮啄白符
鸠”，黄栗留即为“黄的鸟”，作为

一种夏候鸟，它的归来也意味着
大地变暖。同以“黄栗留”命名的
中国色，亦指黄鹂鸟身上明快的
鹅黄色。春雷始鸣，惊醒蛰伏于
地下冬眠的昆虫，表明惊蛰已到，
节气颜色起于“赤缇”的赤之浅
色，承之“朱草”的茎如珊瑚，转而

“綪茷”的大赤之色，合乎“顺圣”
的紫调鲜红。再到半春之时的春
分，颜色起于“皦玉”的玉石之白
润，承之“吉量”的神马之雪白，转
而“韶粉”的铅粉之细白，合乎“霜
地”的满地之霜色。

当 阳 光 更 加 明 媚 ，草 木 萌
动，万物皆显清明，于是清明节
气的色彩起于“紫蒲”之紫菖蒲
色，承之“赪紫”的红紫相间，转
而“齐素”的帛青赤色，合乎“凝
夜紫”的暗紫天色。春季最后一
个节气谷雨到来时 ，颜色起于

“昌容”的云中紫草色，承之“紫
薄汗”的宝马汗色，转而“茈藐”
的染料紫色……紧随其后，天地
始交，万物并秀立夏，表示盛夏
正式开始，进入立夏，节气对应
的中国色为“目童子”，中国人的
瞳孔色，一种褐色。

再入小满节气，此刻“竹管之
音群起，翠色之意在此。”仿佛高亢
嘹亮的竹笛声，通感亦可描述颜
色，耳目相通，这种中国色被称为

“水龙吟”。小得盈满，但小而未
满，就像初露头角的荷和默默出现
在水面的芰叶，于是有了墨绿“芰
荷”色。循序渐进，芒种、夏至、小
墨、大墨、立秋、处墨、白露、秋分、
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
至、小寒、大寒，这些节气所对应的
部分中医色有筠雾、雷雨垂、赪霞、
菉竹、窃蓝、余白、缣缃、栾华、翠
涛、棠梨、福色、星郎、美人霁、紫
梅、正青、东方既白，等等。

中国的色彩，其实不止于色
彩，是中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更
渗透进独特的东方浪漫和非遗文
化。中国剪纸是国粹，也被列入
世界级非遗名录。这个中华民族
古老的民间艺术，以一把剪刀和
纸，巧手舞动生活艺术，让朱红、
胭脂红等色大放异彩。国家级非
遗的皮影戏，是中国民间艺术的

“活化石”：于灯盏下、围框内，指
尖舞动千军万马，赋予白、黑、红、
黄、绿多重浪浸与神秘。

“线条之美”的国粹——世界
级非遗的中国书法，以线为理，以
笔做彩，书写华夏文明，为墨色披
上文明的衣裳。同样是世界级非
遗的宣纸制作技艺，轻似蝉翼，恰
似细绸墨韵万交，纸寿千年，色泽
光洁如玉中带点杏色 ，可敬可
亲。四大名绣之一的苏绣，千种线
色，以针作笔，勾勒斑斓世界，色彩
清新，艳而不俗、浓淡制宜，富有诗
意。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去年被列入世界级非遗，赋
予绿、红、青、白等茶色返璞归真的
感染力，瓷器里的龙泉青瓷传统炼
制技艺，是全球首个入选“非遗”的
陶瓷类项目，青如玉，明如镜，声如
磬，其巅峰时期的釉色——粉青、
梅子青，惊艳了世人。千年非遗的
雕版印刷技艺，也是国家级非遗，
匠人们一人一刀一板，在木色、墨
色、纸色中印刻历史文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代代
先人在生活中创造、传承，又继续
在生活中延续着。带着千年的流
光，凝练祖先的智慧，充满中国元
素，中国色悄无声又无处不在，在
岁月中行云流水，意境悠长。

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在大山
里，周边全部栽满树。对黍子这
种粮食见都没见过，但家中常备
的几把笤帚是用脱粒后的黍子
苗儿（穗儿）扎成的，推碾时可不
断往碾砣下扫堆粮食，也可用来
扫床等。那时候供销社里缺这
缺那的，主要日常用品都得自己
解决，很多农户种点黍子用苗儿
扎笤帚到集市上换点钱，也满足
了很多人家的日常所需。

黍子是一种单子叶禾本科植
物，这种粮食作物已较难见到
了。它主要生长在北方，是可以
在贫瘠干旱地块种植的产量不高
的一种小杂粮。

由于产量较低，过去种植黍
子最主要的用途是扎笤帚，用黍
米面蒸“黏黏糕”。

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台碾
子，我们家一直在这台碾上碾
压粮食，我和弟弟妹妹曾围着
这个碾台转过无数圈，都是用
黍子苗儿笤帚扫碾。把玉米碾
压成细屑可做玉米糊（粥），里
面会有石头的气息、太阳的气
息 、黍 子 苗 儿 的 气 息 ，特 别 好
喝。现在可以买到细玉米面，
也可以买到玉米碎粒，但把两
种掺和到一起，怎么做都没有
自己碾压的玉米面糊好喝。前
些年，农村的亲戚还会碾压一
些给我们，现在已无任何人有
这种耐心了。我们还会把地瓜
干洗一洗碾压，让它变成滑溜

大小不一的片儿，放入锅中烧
开后反复加入水熬制，熬出的
地瓜稀饭特别好喝。

至于“黏黏糕”，我见识较
晚。黍子成熟的籽粒叫黍谷，外
壳呈黑褐色，油光顺滑，就像现
在已很少见的跳蚤似的，要想堆
成高堆儿十分困难。黍谷粒去
壳后黍米呈金黄色，一般叫大黄
米。“杀鸡为黍”指殷勤款待宾
客，孟浩然《过故人庄》有诗句：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可
见古时候就是一种待客的美味
主食，是非常重要的粮食作物。
大黄米经过粉碎研磨成黍子面
后，可以蒸制成我们当地人都叫

“黏黏糕”的食品。“黏黏糕”凉透
变硬后，可以切片放入锅中用
油、盐、葱花等煎炒，吃起来美味
异常。吃的时候，要是孩子哭，
大人会哄孩子说：“不能哭，会黏
肚子里出不来了！”也有一定道
理，黄色黍米不易消化，在哭声
里吃肯定不利于健康。

由于黍子是我国最早种植
的作物之一，在长期的社会生活
中除了普通食品意义外，还具有
了一些“礼”的含义、家国社稷的
意义等。古代普通百姓秋天是
用进献黍子和小猪作为祭品举
行以物祭神礼的。我们沂南过
年的时候，要用黍米面蒸的“黏
黏糕”供奉在天地全神牌位前，
因为谐音是“年年高”，寓意日子
过得一年比一年好。结婚仪式

上，新娘下轿时，有人会拿着用
红布包裹的“黏黏糕”让新娘用
脚踩一下，然后进入家门；进入
新房，床前要放一个升，新娘踩
着升上床。寓意是一对新人以
后的日子会和谐美满，步步升
高，年年升高。《诗经·黍离》是东
周初的士大夫路过镐京，见旧时
宗庙宫室遗址上黍稷茂盛，悲伤
周室颠覆而写出的。诗的开头
之句“彼黍离离”，后来衍化出多
个感慨亡国之词，如黍离之悲、
禾黍之悲、黍离麦秀等。

我国古代有“六谷”之说，
《三字经》归纳得朗朗上口：“稻
粱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我仅仅在诗歌中翻检了一下，从

《诗经》一直到明代，有无数写
“黍”的诗句，直到清代才变少
了。这说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
里，黍子是华夏民族最主要的食
物之一。后来，“黍、粱（高粱）、
稷（小米）”的种植逐渐变少了一
些，特别是“黍”，成为了稀缺品
种。我想，这是因为甘薯、玉米逐
渐传入我国，且产量高，口感更好
的缘故。好在，近年黍米食品又
开始成规模开发了。

尽管小时候没见过黍子，但
后来一路追寻，对这种粮食作物
反而有了一种更深的了解。它
那碧绿的茎叶，油光黑褐的黍谷
粒，脱壳后的大黄米会时常浮现
在眼前，“黏黏糕”的清香气也就
会飘荡起来。

街的拐角处，有位老人摆了个
小摊，摊位上卖一些儿童玩具，最
招人眼的是那些风车。风车像身
材纤长的姑娘，正亭亭玉立在摊
头。它们穿了五颜六色的衣裳，鹅
黄、松绿、粉霞……缤纷炫目，可爱
玲珑。春风鼓起娇俏的嘴巴轻吹
一口，风车们便吱溜溜地转动起
来，似乎在快乐地说：“春天来啦，
春天来啦！”

六岁的女儿被风车粘住了身
子，再也不肯迈开一步去，掏钱给
她买上一架风车，她擎在手里，小
脸兴奋得像一轮小小的太阳。风
车在她手里吱溜溜地转着，也把我
的记忆转回了童年。

彼时的我们，也是小小少年，
却因家贫，没有任何钱钞买玩具。
我们却不肯辜负春风，自己动手，
制作风车，从作业本上用小刀裁下
一张纸来，一番折、叠、剪，再去父
亲的工具箱里寻一根长铁钉固定
纸片，作风车芯，又去河堤上截一
根空管芦柴棒，最后把风车装进芦
柴棒里，一架轻便的风车便活灵活
现地出来了。

风车做好了，春风却像淘气的
少年，藏着不见了。我们不怕的，
一伙儿去寻它。村里年龄相仿的
小伙伴们都齐刷刷排好队，紧紧地
握着自己的风车。只等谁喊一声：

“预备，开始。”就撒开腿，追春风
去。我们拼尽全力跑起来，像开了
栅门的小羊羔们，为了离圈的自由
奋力地奔跑着。跑着跑着，我们发
现春风迎面来了，那一架架风车简
直就要像鸽子那样飞起来了。谁
能分得出哪架风车转得更快？我
们快乐的笑声洒了一路。

少年和春风的游戏，还有放风
筝。诗歌里有“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的句子，少年谁
不爱风筝啊？不过，风筝在我童年
时更是稀罕物。大人们舍不得给

钱让我们买风筝，我们自己做的风
筝，穷尽毕生力气却飞不上天。有
一年，父亲看不过眼我的风筝总是
像昏头蛾子似的，他亲自为我做了
一架风筝。父亲去离家很远的池
塘里砍来韧而柔的江柴做风筝的
骨架，搜寻了密度较轻的塑料纸给
风筝做了华衣，是只喜鹊风筝。果
然，我的喜鹊遥遥领先，飞得高极
了，把蜻蜓、蜜蜂一路甩在后面。

每到春风又起时，我总会不由
自主地想到父亲那只让我出尽风
头的喜鹊风筝。时光水般漫过去，
当我从记忆里捡起童年，风车、花
喜鹊风筝……它们已从当初貌不
惊人的鹅卵石悄然变幻成玉般光
亮而美好的模样了。

我愿意我的传承者——女儿，
她这少年，长大后也可以像我这样
遥想童年。因此，当女儿可以像小
羚羊般在春风里奔跑跳跃时，我总
是毫不吝啬地给她买上一只风筝，
让她去放风筝，和春风嬉戏。

今年又陪女儿去买新风筝，那
条街道已经变成了风筝一条街，形
态各异的风筝悬挂在摊位上，只等
人们带走它们，女儿选了一只金鱼
的。我们旁边是一位青年男子带
着妻子、孩子在选风筝，他们选了
一只燕子风筝。

女儿把风筝紧紧地握着手里，
她已经是放风筝的老手了，知道牵
着我去寻春风大的空地儿。那位
年轻的父亲，却在街道的路旁，迫
不及待地放起那只燕子风筝来，路
旁树木、高楼林立，遮挡了春风，他
的燕子风筝如何上得了天？我们
不由得笑他，他倒不管不顾，只管
左右奔跑着寻风，这是一位春风里
的老少年啊！

春风与少年，永远是成年人难
忘的记忆，如若能相逢这美好，谁
愿意放过呢？我又懂得了那位年
轻父亲迫不及待的心。

春 风 和 少 年春 风 和 少 年
□□俏 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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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里的中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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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香识花
□□欧阳华丽欧阳华丽

小 小 说

春城是名副其实的花之海
洋，目之所及到处是灿若烟霞的
鲜花，走在街头巷尾就如走在一
幅姹紫嫣红的画里。最令人怦
然心动的是那满城的花香，饱
满、丰盈，穿透城市的每个缝隙，
无处不在，如影随形。

最近电视台的一档大型民间
才艺竞技类节目——《绝活》，就
把竞技现场设在了春城一个有
着不少奇花异草的花圃内，比试
的绝活正是闻香识花。

比赛规则很简单，参赛者双
眼戴上眼罩，通过触觉与嗅觉说
出花儿的名字，说得越多，奖品
越丰厚，最后的冠军能获得五万
元的奖金。

奖金极具诱惑力，所以现场
的人们自信满满，纷纷上台挑
战。果然，春城市民名不虚传，很
多观众戴上眼罩不费吹灰之力就
能闻出二三十种花儿。这时，一
个小伙子上台，他一口气闻出六
十多种鲜花。高手出现了！小伙
子在一众参赛者中遥遥领先。主
持人对他进行了简短的采访，问
他怎么能准确闻出这么多种花
儿。小伙子回答：“我正在追求
一个美丽的女孩儿，为了得到她
的芳心，我每天亲自送一束不同
品种的鲜花给她。两个月过去
了，我送过的鲜花品种我都能闻
得出来！”

台下的观众纷纷叫好鼓掌，果
然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送花还能
送出一手闻香识花的绝活来。

没过多久，一个漂亮女孩儿
上台了，她从容地蒙上眼睛，居
然闻香鉴别出了一百二十种鲜
花 ！ 在 场 的 所 有 人 都 被 震 撼
了 ，看 来 今 天 的 冠 军 非 她 莫
属！对着主持人伸过来的麦克
风，女孩儿开心地甩着马尾辫
说：“我从小特别喜欢鲜花。我

家住在小区的一楼，院里一年
四季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儿。我
家还开了一个花店，世界各地
的名花大都看过、摸过、闻过。
所以闻香识花对我来说不是什
么难事儿。”

主持人也激动了：“真是太
棒了，这么出色的闻香识花绝活
儿，相信很难再有人能胜过你
了。那么，下面的观众还有谁想
要挑战一下吗？”

台下一片静默，主持人鼓动
了三四次也没有一个人敢上台
应战。主持人微笑着说：“那么
今天的比赛结果应该已经出来
了。今天的冠军就是……”

这时，台下响起了一个苍老
的声音：“请稍等，让我试试吧！”

大家循声望去，是一位上了
年纪、衣着朴素、头发有些花白
的阿姨。主持人的目光里也充
满了诧异：这是什么情况？节目
组安排的惊喜吗？

观众们都在窃窃私语，说这
比赛太没有悬念了，看这穿戴就
像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人，还能
闻香识花？这分明是不自量力，
以卵击石。

工作人员为阿姨戴上眼罩，
她一摸一闻，一个接一个说出了
礼仪小姐递过来的所有花儿的
名字。台下的观众惊呆了，更让
所有人惊讶的是，她不但能说出
每一种花儿的名字，还能背出一
句与此花相关的诗词。更厉害
的是，说到花的颜色、香味、纹路
肌理时，她语言生动，描述精确，
让人赞叹、佩服。

礼仪小姐递给她一朵罕见的
牡丹，她嗅了嗅，摸了摸，便开口
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
露华浓。这是牡丹，唯有牡丹真
国色，这朵花的颜色尤其特别，
从花瓣里外来说，里面是胭脂
红，外边是豇豆红；就这朵花的
上下来说，下边是胭脂红，上边

是豇豆红。从整体效果看，应该
算霁红。”

这可太不 简 单 了 ，一 个 比
赛，不但表现出了超人的灵敏
嗅觉，还表现出了深厚的诗词
底蕴和极佳的口头表达能力，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很快，大
屏幕上的鉴花计数器显示已经
超过了一百二十种，台下响起
了热烈的掌声。可计数器上的
数字还在不断攀升，跳到“200”
这个数字时，全场沸腾了，这位
其貌不扬的阿姨是如何练就了
这一手绝活儿的？

时间到，主持人兴奋地把阿
姨的眼罩取了下来，宣布她获得
了冠军！阿姨接过那张五万元
的支票，激动地双眼含泪：“太好
了，有了这笔钱，我可以为女儿
开一家花店了……”

主持人问道：“大家都很想
知道您这闻香识花的绝活儿是
怎么练出来的？”

阿姨羞赧地笑了笑：“其实没特
意练。起先，我只是想让我先天
失明的孩子摸一摸、闻一闻，‘认
一认’这世上最美的花朵。所以
我带着她走遍了花卉市场、大小
花圃、远近的公园。她能体验到
香味和触感，颜色就靠我给她讲
了，讲着讲着，关于鲜花的古诗
词我也都教给了她。现在孩子
长大了，我也就有了这个所谓的

‘绝活儿’了。”
几个月后 ，春城新开了一

家花店，店里有一个拥有“绝活
儿”的年轻店主：这个美丽的姑
娘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你要买
什 么 花 ，她 一 闻 一 摸 ，很 快 就
能 在 花 丛 中 准 确 无 误 地 把 花
儿 找 出 来 ，包 好 的 花 束 里 ，还
放着店主精心挑选的诗词卡片，
诗意伴随着花香，氤氲到了每一
个人的心里。


